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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唐令与中华法系研究》

前言

21世纪正在快速地向我们的世界走来。在即将迈向另一个新世纪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在深深地关切着
我们国家社会变革的进程，关切着伴随社会转型而展开的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时代趋势，也关切着当
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所出现的机遇和面临的挑战。为了进一步推动我校法学研究工
作的开展，为繁荣和发展中国法学尽绵薄之力，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法学研究丛书。《金陵法学论丛
》的学术宗旨和研究范围是：顺应世界法律发展的进程和规律，探讨法律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互动关系
及其社会哲学基础；建构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系统；比较不同国家法律文明成长的独特道路，以及
法制现代化的多样化模式和发展趋势；研究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发展的基本原理、目标模式，揭
示法制转型的基本条件、动力及规律；深入研究法律传统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内在关联及其机制；考
察依法治国进程中部门法制的发展、完善乃至现代化的基本特征、走向及实现途径；组织翻译出版外
国学者在法律发展和比较法律文化方面的有代表性的力作，以借鉴、吸收世界法律的文明成果，为建
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行既具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学术探索。《金陵法学论丛》是一套以法哲学
、法社会学、比较法律文化、法制现代化和部门法学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学术丛书。这套丛书以江苏省
人民政府重点学科——南京师范大学法学理论学科为依托，以法学院全体教学科研人员的长期学术积
累为基础，由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和法制现代化研究中心组织编撰。我们计划每年推出若干本专著，
认准方向，坚持不懈，使论丛成为我校高层次法学理论成果荟萃的一方学术园地。我们深知，要使这
样的构想成为现实，除了仰赖海内外法学界专家学者的指导和帮助，仍需我校全体法学同仁的努力拼
搏和严谨踏实的学术研究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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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唐令与中华法系研究》

内容概要

《唐令与中华法系研究》内容简介：《金陵法学论丛》的学术宗旨和研究范围是：顺应世界法律发展
的进程和规律，探讨法律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互动关系及其社会哲学基础；建构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
系统；比较不同国家法律文明成长的独特道路，以及法制现代化的多样化模式和发展趋势；研究现代
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发展的基本原理、目标模式，揭示法制转型的基本条件、动力及规律；深入研究
法律传统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内在关联及其机制；考察依法治国进程中部门法制的发展、完善乃至现
代化的基本特征、走向及实现途径；组织翻译出版外国学者在法律发展和比较法律文化方面的有代表
性的力作，以借鉴、吸收世界法律的文明成果，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行既具理论价值又有实践
意义的学术探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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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李玉生，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，硕士生导9币。1987、199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律系，分别获得法
学学士和硕士学位；200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，获法学博士学位。先后主持、参与国家级和
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6项，主编及与他人合著著作10部，主编、参编教材6部，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、
《法学研究》、《法学家》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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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唐令与中华法系研究》

书籍目录

导论一、问题的提出及意义二、唐令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三、本书的研究目标与主要观点第一章 唐代法
律体系概览一、唐代法律体系的构成二、《唐六典》与唐代法律体系三、唐代法律体系的特点第二章 
唐令的历史渊源一、令的起源及其在秦汉的发展二、魏晋律令分野与令的法典化三、唐前令的进一步
发展与令法典的编纂方法第三章 唐令的制定、修改与篇目结构一、唐令制定与修改的程序二、唐令的
制定与修改三、唐令的篇目结构第四章 唐令的主要内容述论一、确保皇帝至尊地位的制度措施二、确
立了国家机构组织与公务制度三、规定了官吏管理制度四、规定了唐代的基本经济制度五、规定了户
籍、教育和科举制度六、规定了唐代社会的等级礼制第五章 唐令的性质定位一、唐令性质问题的学术
史考察二、不应以现代部门法的观念来认定唐令的性质三、唐令是唐代的基本制度法第六章 唐令与礼
的关系一、唐礼概述二、唐令与礼的基本精神三、纳礼入令：唐令内容与礼的关系四、唐令与礼的衔
接关系第七章 唐令与中华法系一、唐令与中华法系的形成二、唐令与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三、唐令与
中华法系的现代价值附录一 《永徽令·东宫诸府职员令》附录二 《开元二十五年令·田令》主要参
考文献后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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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唐令与中华法系研究》

章节摘录

插图：据此，《贞观令》才设置了三师官。《旧唐书》卷四二《职官志》记云：贞观“十一年改令，
置太师、太傅、太保为三师”。因此，《武德令》显然不可能有《三师三公台省职员令》的篇名，《
三师三公台省职员令》最早只能出现于《贞观令》。那么，《武德令》这一篇叫什么呢？按照武德年
间立法“大略以开皇为准”的实际，笔者认为极有可能是沿用了《开皇令》的《诸省台职员》这一篇
名。又如，唐高祖武德年间，模仿隋朝在一些要冲大镇设置“行台尚书省”。史载，“武德初，以诸
道军务事繁.分置行台尚书省”。包括陕东道大行台尚书省，益州道、襄州道、东南道、河东道、河北
道行台尚书省等。其后，随着统一战争的逐步结束，武德五年（622年）废山东道行台尚书省，武德九
年（626年）才全部废除了其余道行台尚书省。因为《武德令》制订于武德七年（624。年），据此可
以确定《武德令》中有《开皇令》的《行台诸监职员令》这一篇。既然《武德令》有《行台诸监职员
令》，就不可能同时有《寺监职员令》，而只能是继续沿用《开皇令》的《诸寺职员令》这一篇名。
因为包括国子监、少府监、将作监在内的诸监职员编制及其职责的法律条文不可能既规定于《寺监职
员令》，又规定于《行台诸监职员令》。同样，唐太宗贞观以后由于不设行台尚书省，因而《贞观令
》、《永徽令》以及开元年间制订的令自然就不会有《行台诸监职员令》的篇名。问题是，国家虽然
不需要再设置行台尚书省的职员了，但“诸监职员”仍有，应当规定在哪一篇《职员令》呢？笔者认
为，极有可能在《贞观令》修改时将“诸监职员”和《武德令》沿袭的《诸寺职员令》合并，而改为
后来见于《开元七年令》的《寺监职员令》这一篇。当然，在《贞观令》、《永徽令》中，《诸监职
员令》单独作为一篇的可能性不是一点没有，但存在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。又如《卫府职员令》。
《开元七年令》中有关军事机构组织的《卫府职员令》，在《开皇令》中称为《诸卫职员令》。该篇
《职员令》在《武德令》、《贞观令》、《永徽令》中是如何表现的？我们知道，唐初在军事组织上
沿用隋制，实行以卫统府。因此《武德令》应当沿用了《开皇令》的《诸卫职员令》篇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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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唐令与中华法系研究》

后记

我从事中国法律史的学习与研究已有20年的时间。20年来，我在学习和研究中国法律史的过程中，由
于为唐代法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所吸引，一直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唐代法制特别是唐令的学习与研究
上。我的硕士论文即以《唐令简论》为题对唐令作了初步的探讨，并与导师钱大群教授合作发表过《
唐六典性质论》一文。其后，虽然由于工作的需要，我一度将部分精力投入到民商法的教学与科研，
但仍然继续关注和从事中国法律史的研究，并打算将唐令问题的研究深入下去。然因为工作和生活的
压力，虽也先后发表过一些相关的学术论文，却终究未能如愿。2001年，我有幸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
学院攻读博士学位，实现多年夙愿的机会终于降临了。人学后，在导师郑定教授的关心和精心指导下
，遂确定以“唐代法制研究”作为自己博士阶段的研究方向。随后，在完成学习计划和进一步研究的
基础上，最终选定以“唐令基本问题研究”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。然而，就在我着手收集、整理论
文资料的时候，我的工作与生活又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先是在人大换届选举中当选为南京市人大代表，
并成为参与地方立法的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的委员；不久又因为工作需要，被任命为南京市中级人
民法院副院长，开始投身既激动人心又纷繁复杂的法制实践。繁忙的日常工作迫使论文的写作进度不
得不放慢下来，最终延期一年才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业。现在呈现在各位师友和同仁面前的拙作是在
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补充、修改而成的。本次修改主要是将本书改为现在的名称，重写了导论部分，
增加了附录，另外对某些注释和参考资料做了必要的补充。当然，由于时间和本人的学力所限，本书
肯定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，对唐令有些问题的思考与认识并没有全部反映出来，因而有待于今后进一
步的研究与修订，也非常希望得到学术界的批评和指正。本书的完成，也提供了向所有教育和帮助过
我的人正式表达感谢的机会。在此，我首先要感谢我的硕士导师钱大群教授，是他把我领入了中国法
律史的学术殿堂，教会了我做学问的本领；即使在我走上工作岗位以后，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的
学习和生活。他学问与人品相统一的风范给我以深刻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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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唐令与中华法系研究》：金陵法学论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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